
古籍普查新发现

    “中华古籍保护计划”实施以来，以《国
家珍贵古籍名录》申报评审工作带动全
国古籍普查，在全国范围内对各公私收
藏机构所藏汉文古籍、少数民族文字古
籍及其他多种形式的古籍文献进行全面
普查登记。六年来古籍普查工作成果显
著，陆续发现了一批具有重大的文物和
学术价值的善本古籍，推动了古籍保护
事业的发展，促进了相关学术研究的深
入开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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敦煌遗书

      敦煌遗书自 1900 年发现之后，典守这批宝藏的道士王圆箓选取部分作为古董献给当地

官员，其后又被斯坦因、伯希和等外国探险家骗购。1910 年敦煌遗书押解进京的途中，官

员们监守自盗、巧取豪夺，又有不少遗书流落，致使敦煌遗书分藏在世界各地多个藏书机构

及个人手中，调查、整理、刊布敦煌遗书也就成了敦煌学界的一项重要工作。迄今为止，还

有一些单位所藏的敦煌遗书未完成编目，不为敦煌学界所知。在近年来的古籍普查工作中，

书信  犹太波斯语

9世纪写本

   新疆和田地区丹丹乌里克出土。反映了犹太人在丝绸之
路东段的活动。(图为英国国家图书馆藏犹太波斯语书信 )

国家图书馆藏

西域文献

     西域文献发现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，与敦煌遗书、黑水城文书具有同等重要的学术

价值。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展以来，国家图书馆先后五次征集入藏和田等地出土的西域文献

五百余件，包括三至十一世纪以汉文、梵文、粟特文、龟兹文、于阗文、藏文等文种书写的

公私文书、宗教典籍、经史著作等文献。其中的梵文佛经系建国以来首次成批发现的梵文文

献，译自佉卢文的梵文《贤愚经》残片为国内外仅存，汉文《孝

经郑氏解》残片等文献也非常珍贵。从载体形态角度看，有木

简、函牍、纸质卷轴装文书、绢质文书等类型，带有封泥的契约、

书信独具特色。西域文献是推进西域历史语言与中外关系史研

究的重要史料，我国学者在这些领域已取得丰硕成果。

大般涅槃经卷七  

（北凉）释昙无谶译
隋写本

   敦煌藏经洞出土。全卷由七纸粘连而成，其中五
纸单张长度均为 140 厘米左右，最长者达 143 厘米，
体现了隋代发达的造纸工艺。

中国书店藏
	  

山东省博物馆、中国书店、旅顺博物馆、中国佛教图书文

物馆、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单位所藏敦煌遗书为敦煌学

提供了新的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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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本古籍

     1979 年至 1996 年，文化部曾组织一批专家对全国的善本古籍进行调查，完成了《中国

古籍善本书目》的编制。由于条件所限，调查仅限于善本，有些收藏单位也未纳入收录范围。

2007 年，国务院办公厅颁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》，指出应在全国范围

开展古籍普查工作，为更好地保护利用古籍奠定基础。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针对古籍的全面

普查。

       此后，前后评选并公布了四批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》，并在全国范围开展古籍普查登记。

在对现存的古籍逐一进行登记、整理的过程中，一些原来沉寂无闻的古籍重现于世，其中不

乏一些此前所不知的新品种或新版本，它们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资料；又有一些此

前未见流传的文献，在此阶段归诸公藏；公立收藏机构近年来购藏的重要文献也得以向公众

展示。这些充分体现出全社会共同为典籍的保存、保护所做的努力。

	  

大宝积经一百二十卷   

（唐）释菩提流志等译
北宋开宝四年（971）刻开宝藏本  存一卷（一百一十一）

    纸张坚韧阔大，典型宋体字。每版23行14字，版端刊经名卷次、
千字文号、版片号。《开宝藏》全世界仅存13件（卷），极为宝贵。

国家图书馆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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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经注疏三百五十三卷 

元刻明修本 存三百四十一卷 

    此本乃元代坊间翻南宋刘叔刚十行诸经注疏本。
明初，版归南京国子监，递有修补。此本字画清晰，
墨色较匀，刷印较早，甚为珍贵。入选第一批《国
家珍贵古籍名录》。

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资料馆藏

永乐大典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  

（明）解缙等辑
明嘉靖内府写本  存三卷（2272 至 2274）

    此为 “模”字韵“湖”字一册。国家图书馆原
藏“湖”字两册，此册恰为中间部分，可使内容前
后相缀。原藏海外，2009 年回归。
 

藏国家图书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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碑帖拓本

     碑帖拓本是我国古代文献中一种重要类型，为研究古代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历史、宗教

等方面提供了丰富的资料，被誉为“刻在石头上的二十四史”；碑帖拓本又是书法艺术的宝

库，历代书法作品多赖以传世。

    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展以来，一批此前鲜见著录的珍贵拓本陆续出现，其中不乏宋元旧

拓与名家旧藏。第一批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》所收故宫博物院藏明初拓《石鼓文》，拓制精

良，为国内现存最早的《石鼓文》拓本之一。第三批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》所收天津博物馆

藏宋拓《绛帖》，传世极少，为清内府旧藏，又经毕沅等名家题签、题跋，弥足珍贵。

     近年陕西西安、河南洛阳等地多有墓志石刻出土，志主不乏名人，志石所载往往可以补

史传之不足。国家图书馆藏隋裴遗业墓志拓片，记载了志主“聘高丽使主”的身份和事迹，

史料价值较高。

裴遗业墓志（盖阴续刻志文）

	   	  左 右



44

文津流觞  第 44 期

    “中华古籍保护计划”实施以来，加强了对少数民族古籍的保护力度。通过《国家珍贵

古籍名录》评审和古籍普查工作，在民族地区发现了一批珍贵的少数民族古籍文献，为少数

民族地区的文化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。

少数民族文字古籍

	  

释量论  藏文  

（印度）法称撰  俄 • 罗丹西饶等译
元至元第三任帝师达玛巴拉大都刻本   

    首次发现的有明确纪年的元刻本藏文古籍，具有重要的版本价值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西藏博物馆藏

蒙古秘史异本散叶  蒙古文

十七世纪抄本  

   《蒙古秘史》蒙古文原本失传，此件为近年所发现的叶数较多的蒙古文本，充分证
明该文献民间传有异本，并在西藏抄写流传，文献价值较高。

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札达县托林寺藏




